
“妈妈女儿共读书”，副标题勾起了我的

思绪。妈妈和女儿共读书，那是怎样的情景？

妈妈林桂枝多年从事广告创意工作，女

儿杨京京目前是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本科生。

林桂枝送女儿抵达英国之后，距离开课还有

一段时间，于是母女俩决定着手整理二人共

读的书籍，挑选了十几本讨论，将两人对谈的

内容录音，由妈妈整理文字。这些书籍包括：

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老舍的《牛天赐

传》、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吴承恩的《西游

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村上春树的《挪

威的森林》、契诃夫的《套中人》、荷马的《伊利

亚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张爱玲的

《沉香屑·第二炉香》、三岛由纪夫的《午后曳

航》。

读的都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成

长”有关，欧洲古典文学占比最多，这是杨京

京现在选择专业的缘由吗？或者，是所学专业

让她们决定选择这些书？抑或两者互为因果？

无论如何，这份书单显示了阅读与现实的交

错，显示了阅读对于一个人成长起到的影响。

《格林童话》占了 3 本，为什么这么重视

呢？很多家长对于童话是有误解的，以为童话

都是幸福的、美好的、教人向善的。其实，并不

全然如此。《格林童话》里有很多暴力、邪恶的

情节，比如，《灰姑娘》把继母塑造成恶魔的形

象，还对灰姑娘的两个姐妹采取了血腥的报

复措施，而父亲在整个家庭矛盾里的隐身，是

被童话作者故意忽略的情节。小孩子未必读

得懂这些内涵，需要父母人生经验的点拨。

这是否意味着《格林童话》等书就是“毒

教辅”，要被排除出学生必读书目呢？错！这种

想法是错的。世界从来不是永远阳光普照，不

能只让孩子看见光亮，而不知道阴暗的、丑陋

的、危险的东西，那才是害了孩子。针对所谓

“毒教辅”的所谓“教育纯净化”，实质是父母

的“懒政”，父母推卸了自己教导子女的责任。

看看《同窗》。这本书显示了母女双方平

等相处的情景，林桂枝没有高高在上，杨京京

处在一个与母亲平等的位置上，有时候反过

来引导母亲，这种情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是母亲长期以来教导女儿，让女儿学会独立

思考，思考自身、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结果。

她们挖掘童话内在的“厌女”情绪，剖析

“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所隐藏的对

于女性的规训。她们触摸“孩子的心里话”，从

牛天赐的成长经历解说小孩受到同学排挤的

影响，那些偏见留下的精神创伤足以影响人

的一生。

我们都是麦克白，我们也都是包法利夫

人，“麦克白打的是一场自我的欲望与良知的

战争”，而“《包法利夫人》如此引人入胜，是因

为它满足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幻想。每个人

都渴望获得亲密的关系，这种渴求是诱惑，我

们会被引诱而成为爱玛”。就像《沉思录》所说

的，她们挖掘自己，不断翻土，思考人应该怎

样活着，思考命运的考验与人间的法律，思考

何为“悲剧英雄”，思考人类力量的有限与精

神所能达到的高度。

我尤为感触的是母女对话所显示的女性

意识。女人不是拥有漂亮脸蛋，就可以等来

“王子”的拯救，没有男人的“女儿国”，国家管

理得井井有条。阅读为女性提供了飞翔的翅

膀，让我们突破性别的刻板印象，我们还可以

从书中人物反观自身，正确对待女性的情感

和欲望，学会去爱，判断爱的真伪，理解什么

样的人是值得爱的。

正如序言里，林桂枝说：“我的女儿是我

的灵魂伴侣——一个与我相知相交的人。”这

本书不能简单归入“亲子教育”，它更接近于

“女性成长”的主题，是妈妈与女儿的共同成

长。

我读《正面管教》，有醍醐灌顶、相见恨晚的

感慨；读完书，有疑虑尽释、轻装上阵的畅快。

该书是美国教育学博士、心理学家、教育家

简·尼尔森的著作，被誉为管教孩子的黄金法

则。读完以后，我深以为然，并相信，无论父母还

是老师，掌握和运用正面管教的教养方法，一定

可以为教育减负。

书中介绍了大人和孩子之间的3种主要互

动方式：严厉型、娇纵型和正面管教型。严厉型

的互动方式表现为家长干预过多、过度控制，孩

子往往是屈服而非认同；娇纵型的互动中，孩子

自由度过高，规则意识较弱，教育影响力难以奏

效；正面管教方式下，孩子守规矩，也有自由，参

与度高，能得到尊重，也能积极合作。无疑，正面

管教的效果是我们共同期待的。因为这是一种

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方法，孩子在和善的

气氛中，主动地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严厉型”和“娇纵型”

的教养方式，显然弊端重重。

合上这本书时，我不仅想起A同学，他是一

个在严厉型管教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A 同

学是班里同学的“眼中钉”，因为冷漠自私、爱撒

谎，他总是被针对和排挤，同时，他还经常出言

不逊、行为粗暴，曾多次与同学发生拳脚冲突。

在多次家校交流和教育引导A同学的工作

中，我了解到：A同学自小就被父亲严格要求，事

无巨细，父亲都要干预和做主。只要他被同学或

老师告状，父亲通常归咎于他，轻则臭骂，重则

暴打。这种严苛而又简单粗暴的管教，在孩子小

学时很奏效，但孩子上初中后，A爸爸就越来越

力不从心了。……A的一次离家出走，总算使得

他开始反思。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家庭成长环境

中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所以A同学才难以信

任他人，以致自私和冷漠；因为没有被温柔以

待，所以他暴力对待他人；因为父亲简单粗暴地

教育惩戒他，所以他也用暴力保护自己。

严厉型管教下，教育的氛围往往是剑拔弩

张的，惩罚是教育者常用的手段，而惩罚结果看

似立竿见影，实则“反噬”深重。被惩罚后的孩子

可能会很快又犯同样的错误，且频率越来越高，

惩罚后的“保质期”越来越短。毕竟面对大人的

严厉惩罚时，他们只是为免遭更重的惩罚而选

择屈服以自保，没有心悦诚服又怎会痛改前非。

长此以往，孩子容易逆反，渐渐地也学会了以撒

谎来推卸责任，逃避处罚，甚至以暴制暴。唯有

正面管教，教育的效果是积极的、长期的，因为

它唤醒的是孩子内心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感，是

在教会孩子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何正面管教？结合书中的观点，回顾自己

的育人历程，我有些许领悟和感慨。

第一，和善坚定，倾听尊重，律人之前先育

己。教育应该是有温度的，应该是以人为本的。

面对犯了错的孩子，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

痛骂，剥夺了孩子陈述事实的权利；不明事实真

相，不问孩子内心所求，自我陶醉似的一番语重

心长，感动的只有自己；山崩海啸似的怒吼咆

哮，镇住了纷乱的局面，也震惊了不知所措的孩

子……家庭和学校中，我们对孩子施加教育影

响，都必须以尊重为前提，只有在和善的氛围

里，沟通才可能是愉悦的、有效的。被尊重的孩

子，才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感，生发出责任感，

进而愿意积极配合教育管理，参与各项决策，主

动解决问题。

第二，适度闭嘴，慎用惩罚，唤醒自省培养

自律。日常教育生活中，说教是我们常用的教育

方式，这种方式用得好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用得不好就叫“啰嗦”，这样会培养出许多

“左耳进右耳出”的“厚脸皮”。而如果说教无用，

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惩罚措施了，但惩罚可能会

使我们赢了孩子，但绝非赢得孩子。“教育的魅

力在于激励和唤醒”，引导孩子明确目标，主动

制定成长规划，自觉约束和要求自己，才是教育

孩子最应该做的事情。

第三，交流有方，育人有法，妙用语言巧施

教。“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侮辱

人格尊严的语言一定不能用，打击和否定性的

语言也极具杀伤力，我们应该多用正向鼓励性

的语言。要让孩子完成某项任务，如果用“你必

须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等命令式语言，可能

会遭到孩子强烈抵触，命令式语言会触发他的

叛逆开关。如果换成“你该怎么做呢？”“你认为

这样做可以吗？”等启发式、商讨式提问，会激发

孩子主动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被尊重的

氛围下，孩子的责任心被唤醒，自律意识也易被

激发。叩开了孩子的责任心，再不失时机地正向

鼓励，必然会为孩子达成目标助一臂之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人父母和为

人师者，要想在教育的道路上从容自若的话，不

断学习才是不二法门，认真阅读《正面管教》并

加以实施，定会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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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连锁图书馆”

女儿欢欢今年10岁，酷爱

阅读，几个月前，她懊恼地告

诉我，每次走亲访友都找不到

合适的书籍看，我鼓励她自己

想办法解决。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们

按惯例去看望长辈。一进门，

欢欢蜻蜓点水地亲亲外婆后，

回过头就抓住外公的手摇起

来，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看

见对方朝她点点头，欢欢的嘴

角扬得更高了。看着爷孙俩

“眉来眼去”，我按捺住自己的

好奇心，终于等到她“自投罗

网”。

欢欢把我拽进外公的书

房，指着大书柜的右下角，自

豪地说：“妈妈，我的第一家连

锁图书馆开张啦！”我仔细一

看，原本放在家里的《资治通

鉴》《史记》《南明回忆录》一类

的历史书，神不知鬼不觉“乔

迁新居”。女儿说周末的阅读

时间比较充裕，但又经常要在

外公家小住，所以她干脆让这

些“大部头”转移阵地。

欢欢计划把第二家连锁

店开在经常去的大姨家，那里

有比她大5岁的表姐。“妈妈，

你猜，我准备在表姐家放什么

书？”听到我回答世界名著后，

她用同情的表情看着我：“老

妈，你的思想应该与时俱进

了！”她一本正经给我补课：

“书上说，成事的人要有经营

者意识，所以开连锁图书馆，

也要投其所好。”

欢欢举例，历史书放外公

家，比绘本类更容易赢得支

持，因为在老一辈人的观念

里，历史类更接近正统阅读。

难怪老爷子一向“闲人免进”

的书房重地都被攻破了，没想

到小丫头连心理战术都用上

了。欢欢还说，她要在表姐家

投放大量百科知识绘本，理由

是大姨家的教育政策宽松，非

常鼓励孩子与大自然连接。这

类有一定深度的科普阅读绘

本，既可以和表姐一起讨论，

又能一同动手做做书中的小

实验。

我不禁点头称赞：“考虑

很周到啊！”欢欢一听更来劲

了，她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开

始“邀功”：“妈，你不知道为了

让连锁图书馆正常运转，我耗

费了多少心血！”欢欢开始绘

声绘色地讲述如何与亲戚们

“斗智斗勇”，才成功收服了这

些“搬运工”，又怎么为了确保

书籍顺利到达目的地，煞费苦

心设计交接单。最后，她总结

道：“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

了！常去的地方都有了适合的

书籍阅读。”

我原以为欢欢已经心满

意足。结果才过了一个月，她

又开始在“图书总馆”——家

里的书柜前“折腾”，说还要开

一家连锁店。原来，欢欢打算

把她的业务拓展到农村奶奶

家去。拿小姑娘的话来说，虽

然回老家次数不多，但都是寒

暑假前往，算“时间账”还是很

可观的。

欢欢对分类流程已经非

常娴熟，很快，五花八门的书

籍便各就各位了。她一边打包

一边计划，等这个图书馆初具

规模就去号召她的同学们搞

公益捐赠。欢欢说自己上次回

老家，发现左邻右舍小朋友家

的课外书都很少。她的眼睛里

有亮光：“我要把奶奶家变成

真正的书屋！在里面给那些小

弟弟、小妹妹讲故事，这比他

们玩大人的手机有趣多了！”

看着女儿眉飞色舞地比

画着、憧憬着，我禁不住为当

初放手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的举动叫好。我也开始期待，

期待欢欢经营更多的“连锁图

书馆”。

同事知道我准备带女儿去旅行，便

把《海岛花开：家庭博物之旅·海南篇》这

本书推荐给了我。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本

大众型的旅游地点推荐手册，其实并非

如此，这是一本海南岛游记，也是一本海

岛植物观察手记，还是一本家庭博物旅

行札记。

本书从家庭博物旅游的角度记录了

亲子之间的自然故事，主人公是林秦文、

肖翠夫妇和他们3岁的女儿可可。林秦文

和肖翠均是博物达人，林勤文是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

植物分类、引种驯化、野外考察工作，肖

翠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野生

植物保护协会理事。喜欢植物、热爱自然

的夫妻俩崇尚自然教育，有意识地将一

次难得的为期16天的亲子旅行化作了一

场探索大自然的游学之旅。

随着博物学的复兴，博物活动在中

华大地上红火起来，中国的自然教育随

之兴起。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要把在

自然中玩耍、在玩耍中成长的权利还给

孩子们，这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表达

的最核心的主旨。苏霍姆林斯基说：“大

自然是一本书，是思维的摇篮。”不管是

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到广阔的天地

间，聆听大自然的教诲。

林秦文夫妇特意选择了海南岛作为

游学的目的地，这里有梦幻的椰林、灿烂

的阳光、湛蓝的海水、起伏的波浪、夺目

的晚霞、丰富的植被，这里既是旅游的胜

地，也是植物的天堂。这短短的16天的旅

途中，收获最大的莫过于可可，她在父母

的引导下观察各种昆虫、花草，体验大自

然的变幻多姿。

在游学的实践过程中，作者总结了

家庭博物游学前期需要的准备工作，包

括知识准备、物品准备、住宿、出行、目的

地选择等，这些经验和建议让新手父母

更容易加入到家庭博物游学的行列中

来。

在肖翠看来，真正的自然教育首先

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特别是当她看到可

可和爸爸之间的互动后，更加坚定了这

样的想法。

肖翠很庆幸，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她

和丈夫从未缺席，才让孩子见多识广、伶

俐可爱，尤其是爸爸的陪伴，让肖翠感动

不已。做他们故事的记录者，这是她写这

本书的初衷之一。在书中，不乏父女俩的

亲子时光，可可骑在爸爸的肩膀上第一

次触摸到没有成熟的菠萝蜜宝宝；第一

次被爸爸抱着摸长得特别像眼镜的眼镜

豆；第一次从爸爸口中得知原来世界上

还有和自己同名的可可树，还和爸爸一

起捡胖大海的果实……无论爸爸每天拍

植物照片有多累，都没有放过任何一次

与女儿互动的机会。就如书中所说的那

样：“和孩子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带他们

远离电子产品，走出家门，奔赴大自然。”

林秦文夫妇用实际行动告诉许多父母，

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陪伴。

《海岛花开：家庭博物之旅·海南篇》

不仅让我领略了大自然的美，学到了许

多植物知识，还在作者与女儿以植物为

媒介的亲子互动中见证了自然教育和家

庭博物游学的神奇魅力。书中呈现出来

的不一样的亲子时光让我心生向往，我

决定收拾行装，带着孩子也加入到自然

之旅中。

■ 李幸学正面管教 为教育减负
■ 肖翠

【
读
书
】

《正面管教》
[美] 简·尼尔森 (Jane Nelsen) 著
玉冰 译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6年7月
ISBN: 9787550268517

让教育在
大自然中

“落地生根”
■ 黎坚

《同窗》
林桂枝 杨京京 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单读/铸刻文化
出版时间: 2023年5月
ISBN: 9787532187379

《海岛花开》

作者: 肖翠 林秦文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品方:知了
出版时间: 2022年5月
ISBN: 9787555114321

既是母女，也是同窗
■ 林颐


